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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
在我们的古典文化中，经学、史学、文学等学术领域都曾有过极为灿烂的成就，成为全人类文化遗产
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正如其他任何国家的文化传统一样，中国古典学术文化的发展并不均衡，也有其缺陷。
最突出的是，虽然我们有着漫长的成文法传统，但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却迟迟得不到发育、
成长。
清末以降，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及法律学校的设立，法学才作为一门学科而确立
其独立的地位。
然而，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坎坷曲折的历史终于使法律难以走上坦途，经常在模仿域外法学与注释现行
法律之间徘徊。
到十年文革期间更索性彻底停滞。
先天既不足，后天又失调，中国法学真可谓命运多舛、路途艰辛。
    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国策的确立、法律教育的恢复以及法律制度的渐次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良好环境。
十多年来，我国的法学研究水准已经有了长足的提高；法律出版物的急剧增多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
样的成绩。
不过，至今没有一套由本国学者所撰写的理论法学丛书无疑是一个明显的缺憾。
我们认为，法学以及法 制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深层次的理论探索。
比起自然科学，法学与生活现实固然有更为紧密的联系，但这并不是说它仅仅是社会生活经验的反光
镜，或只是国家实在法的回音壁。
法学应当有其超越的一面，它必须在价值层面以及理论分析上给实在法以导引。
在建设性的同时，它需要有一种批判的性格。
就中国特定的学术背景而言，它还要在外来学说与固有传统之间寻找合理的平衡，追求适度的超越，
从而不仅为中国的现代化法制建设提供蓝图，而且对世界范围内重大法律课题作出创造性回应。
这是当代中国法学家的使命，而为这种使命的完成而创造条件乃是法律出版者的职责。
    “中青年法学文库”正是这样一套以法学理论新著为发表范围的丛书。
我们希望文库能够成为高层次理论成果得以稳定而持续成长的一方园地，成为较为集中地展示中国法
学界具有原创力学术作品的窗口。
我们知道，要使这样的构想化为现实，除了出版社方面的努力外，更重要的是海内外中国法学界的鼎
力推助和严谨扎实的工作。
“庙廊之才，非一木之枝”；清泉潺潺，端赖源头活水。
区区微衷，尚请贤明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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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旭晟（湖舟），男，1963年12月生，中国致公党员，湖南益阳人。
1980年9月考入人民大学法律系，先后获法学学士、硕士学位；1987年7月至1994年9月任湘潭大学法律
系助教、讲师、副教授；1994年9月再次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继续师从曾宪义教授研习法律史（
比较法律文化方向），1997年7月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1997年7月至2001年4月任湘潭大学法学院副
院长、副教授、教授（1999年7月）；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
法学会副会长、长沙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主要从事法史学、法律文化及法理学的教学与研究。
主要学术活动有：发起并共同主持《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创办并
主编（前五卷）《湘江法律评论》。
已在《法学研究》、《比较法研究》、《中国研究》（日本）、《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
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15篇），出版《解释性的法史学》、《法学：
理想与批判》、《法治建设论》（合著）、《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联合点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110万字）、《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联合整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43万字）、
《法理学》（主编）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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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十三、先秦名家学派法律观阐释  十四、试论中国律学传统  十五、清代法律教育之评估与当今法
学教育之改进第四编关于法文化的精神  十六、无讼：“法”的失落  十七、中国调解传统研究  十八、
试论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价值取向  十九、试论中国传统诉讼文化之特质 二十、试论中国传统法律文
化的最高价值第五编余 论  二十一、双百方针与言论自由——以法律文化传统为视角  二十二、中国法
治的思维障碍——从评说叶利钦交权事件谈起  二十三、凭什么让民众相信“法治”？
——对二十世纪中国法治历程的一个反思  二十四、论法治与道德之关系——以法律史为主要视角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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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然而，以上所述仅仅只是法律的一个侧面，尽管高级形态的“法律”迄今为止仍然是阶级性（或
利益倾向性）极为鲜明的规范体系，但与此同时，“法律”又始终具有相当的共通性和继承性，在不
同民族、不同社会和不同阶级之间往往有着诸多相同的法律规则。
这些共同的法律规范，除了部分技术规则源于人类对科学规律之共同的理性认识之外，它们大多出自
社会公共的道德生活准则。
不过，若要充分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溯及人类的初民社会。
因为早在前文明时代，道德的起源就完全出自原始人的道德需要；或者说，“道德的发生，除了人类
社会对它的渴望之外，再没有更合理的理由。
”，因而，道德作为特殊的规范调节方式，它自始便是全人类的。
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各阶级、阶层、甚至个人之间固然时常呈现出明显的道德分歧，但是，种种的分
立与冲突终究未能使人类走向土崩瓦解；文明和社会之所以能够在风雨飘摇中存续、发展，在很大程
度上不正仰赖于人类共同的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的光芒长明不息么？
事实上，经过千百年的积累和锤炼，发端于原始氏族社会的公共道德规则不仅已极为丰富，而且早已
积淀于人类的心灵和理念之中，任何时代的任何立法者都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和重要性，问题只在于立
法活动中认可的程度与选择的方式。
正是从这种认可与选择之中，才产生了人类公共的法律规则，才存在了不同法律体系间相互继承或移
植的基础，也才有了全社会接受或认可统治者立法的可能。
我们由此不难推断，统治者的立法之所以能够在全社会取得其合法性和有效性，国家强力的存在固然
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但对公共道德理念和规则的接受亦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基石；3000年前西周统治者
宣扬“以德配天”，实则就已深得其中三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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